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姊归县脱贫致富的人 口 因素分析
杨宗传

据史料记载
,

梯归作为贫困县 已有一千多年的

历史
。

在唐宋时期
,

就被列为
“

下等州
”

和
“

吴中

一下户
” ,

直至人民政权建立初期
,

相对于其他县

也是属于最贫困地区之一
。

但是
,

今天的
‘

贫困
”

同过去的
‘

贫困
”

比较
,

大不一样
。

今天的贫困
,

主要是与我国多数地区 比较
,

发展缓慢
,

相 对 落

后
,

有一部分人还未解决温饱问题
。

从 年 到
年

,

株归县社会总产值增长了 倍
,

国 民

收入生产额增长了 倍
,

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倍
。

这些发展变化与全国和其他多数县相比 是 比 较 慢

的
。

尤其是按人平均的许多指标都非常低
,

贫困状

况比较突出 。年梯归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

元 , 人均国民收入仅 元
,

农民人均纯收入仅

元 在湖北省是最低的县
。

财政年年赤字

年财政自给率仅占 呱
,

长期靠扶贫
、

补贴
、

救济过 日子
。

一
、

致贫的人口 因案分析

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
,

从人口 因素

方面来观察
,

主要是 人 口增长较快
,

人均资源贫

乏
、

人 口素质差和人力资源开发不够等
。

称归县在

这些方面都表现得很典型

人 口 增长较快
,

人均资源 贫乏
。

从一 年至 年
,

全国人 口增长了 肠
,

全省增长了 呱 ,

梯归县人口增长速度虽然低

于全国和全省的平 均水平 只增长了 肠
,

但相对于当前可利用的自然资源
,

人 口增长速度仍

然较快
,

人口基数过大
,

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比

较突出
。

梯归全县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
,

人 口密

度为全 人 平方公里
,

高于全国的水平 人 平

方公里
。 。年末全县有 万人

,

耕 地 只 有

“万亩
,

人均只 亩
。

而且除了 万亩水田外
,

基本上都是挂坡地
,

其中不宜于耕种的 度以上的

坡耕地有 万亩
。

减去 度以上坡地
,

人均耕地

只有。 亩
。

在现有耕地中
,

旱涝保收面积仅有

万亩
,

人均只有。 亩
。

土 壤 质 量 很低
,

全县

肠的土地面积在 级以上
,

和 级宜于 耕

种的土地仅有 万亩
,

人均只有。 亩
。

全县耕

地中 ”呱缺氮
,

肠缺磷
,

肠缺钾
。

由于山高坡

陡
,

水土流失面积达 。平方公里
,

占全县土地总

面积的 肠
。

其中强度和极强度流失面 积 。

平方公里
,

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帕
。

由于使

用保护不当
,

开发
、

改造不力
,

耕地有 减 少 的 趋

势
,

肥力有下降趋势
,

自然环境有恶化趋势
。

人 口 素质提 高慢
,

平均文化科技水

平较低
。

开发智力资源
,

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方

面
。

在当今世界
,

劳动者的文化科技水平和开创精

神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
。

称归县人口文

化素质低
,

提高慢
,

竞争意识差
,

等靠要
”

思想

浓
,

是难于脱贫的一大制约因素
。

人 口 文化程度低
。 。年人口普查

,

梯

归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总人口的 肠
,

比

全国同项指标低 个百分点
,

比全省低 “个百

分点
,

比全地区低 “个百分点 , 梯归县文盲半文

盲占 肠
,

比全国同项指标高 个 百 分点
,

比全省高 个百分点
,

比全地区高 个 百 分

点
。

文化程度提高慢
。

年
,

梯归县每万

人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有 人
,

年上

升到 人
,

提高了 ”肠
。

而同期全省同项 指 标

提高了 肠
,

同期全地区同项指标提高了

肠
。

即使是相邻的同是贫困山区的长阳县
,

该项指

标也提高了 肠
。

都大大快于株归县
。

专业技术人 员比 例较低 一个地区的技

术进步
,

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速度
,

在很大程度上受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及水平高低

的影响
。

据 。年人口普查资料
,

称归县各类专业

技术人员有 人
,

仅占全部在业 人 口 时 ”肠

比同期全国同项七咖低 个百分点
。

受聘有

各类技术职称的只有 人
,

其中受聘为中级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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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者为
,

占在业人员的。 肠
。

由于劳 动 者

文化科技素质低
,

专业技术人员占的比例少
,

影响

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
。

由于称归县经济贫困
,

生活条件差
,

专业人才大量外流
,

新成长的专业人

员不愿来
。

年到 年
,

调离梯归县的科技人

员 人
,

而调进的只 人
。

现有专业人员不 少 也

有外流倾向
。

“

等靠要
”

思 想较重
。

许多贫困地区
,

只要有几个大的工程或带头的骨干企业
,

就可以把

经济启动起来
。

株归县 年来没有兴建一个大的工

程或大型骨干企业
。

年
,

百万元产值以上的较

大企业
,

宜昌地区有 多个
,

而全地区 个县中
,

人口较多和土地面积较大的称归县
,

只有 个
,

省

级企业没有一个
。

很重要的一个原因
,

就是三峡工

程欲上不上
。

上级政府
、

部门要等三峡工程
,

不愿

到梯归来投资 , 本县也因等三峡工程而未搞大型项

目 群众也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三峡工 程 尽 快 上

马
。

别人抓住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好时 机
,

艰 苦 奋

斗
,

打了几个翻身仗
,

摘掉了贫穷帽子
。

姊归县却

在等待这个难于上马的特大工程上
,

延误了时机
。

下级靠上级 ,
群众靠千部

,

有了困难向上要
,

缺乏

开创精神和竞争意识
。

此外
,

梯归县人口身体素质也较差
,

残疾人口

比例高达 肠
,

比全国该比例高 个百分 点
,

比

全省该比例高 个百分点 , 死亡率高
,

近 年 平

均都在 汤以上
, 。年为 筋

,

比全省高

个千分点 , 婴儿死亡率为 灿
,

比全省高 个千

分点 , 年平均预期寿命为 岁
, 比全省低

岁
。

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
。

劳动 力就业 结 构仍处在低级阶段
,

人 力资源 未能 充分合理开发
。

劳动就业结构就是劳动力在各行业
、

各部门分

布的比例
。

它是反映国民经济产业结构 的 主 要 标

志
。

就业结构或产业结构既是社会经济 发 展 的 结

果
,

又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
。

与社会生产力

相适应的产业结构
,

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

作用 , 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产业结构
,

对

社会经济发展有延缓和阻碍作用
。

依据社会生产力

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
,

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劳

动力的就业结构
,

对充分合理地开发物质资源
,

加

速社会经济发展
,

脱贫致富
,

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措

施
。

自 年以后
,

在党的改革开放路 线 的 指 引

下
,

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发展
,

许多经济较

贫困的地区把握这一时机
,

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
,

加速了脱贫致富的进程
。

移归县近十来年产业结构

没有多大变化
,

仍然处于较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型
,

人力资源的潜力未充分发挥
。

生 劳动者在三 大产业 中的比例 变化甚徽

株归县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者
, 。年占全部

在业人数的 肠
,

仅比 年下降 个百分

点
,

比 年仅下降 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同

项比例高 个百分点
,

比 年全省同项比例

高 个百分点
,

比 年全地区该比例高

个百分点
。

同是贫困山区 的 来 凤 县
,

年时
,

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者占 肠
,

比梯归县同期高
。 个百分点

,

年就下降为 肠
,

比柿归县

年还低 “个百分点
。 、。 。年称归县在第二产

业就业的劳动者占 肠
,

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者占
肠

,

分别比 年上升了。 和 。
,

个百分点

农村劳动 力非农化水平较低
。

由于人类

对农产品需求的有限性和农业耕地的有限性
,

随着

社会生产力的发展
,

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水平会愈来

愈高
,

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也会出现非 老 化 的趋

势
。

非农化水平高低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

要标志
。

株归县统计局的资料表明
,

全县 年农村

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占 肠
,

比 年全国农

村劳动力中非农劳动力的比例低 个百分点
。

由于农村劳动力中专门从事非农劳动的少
,

采

取
“

兼业
”

的多 , 同时在农业内部
,

更少有专门从

事林
、

牧
、

渔或粮
、

棉
、

油
、

果
、

药
、

茶等的劳动

者
。

所以
,

我们只有从一年中从事各项劳动的天数

来计算非农化水平
。

据我们 。。年对株归县 个

巧岁以上人口的调查
,

一年中平均从事种植业的劳

动时间占 肠 ,从事林
、

牧
、

渔和水利业的劳动时

间占 务 , 非农劳动时间只 占 肠
,

其 中从

事采掘业
、

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时间占
,

肠
,

从事第三产业劳动的时间占豆 肠
。

农村劳 动 力

非农化
,

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年代关国

为 肠
,

日本为韶呱 ,

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

如非律宾 肠
,

南朝鲜为 肠
,

印度为 呱
。

农村劳动 力严重过利
。

株归县是人多地

少较突出的县
, 。年按农村人口平均的耕地只

亩‘ 根据县农收局和特产局提供的主要农作物每亩

用工的数据
,

按株归当前生产力水平和主要农作物

布局状况计算
,

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可耕种 亩

地
, 现有耕地 按 万亩乘复种指数 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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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索
一

即 万 个劳动力
。

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
,

株归县 年年中实际在业人 口为 万 比统

计年报的全县在业总劳力多 万
,

其中乡村劳

动力有 万
,

减去农业实际需要劳动力 万
,

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 万
,

占 呱 株归县农

林
、

牧
、

渔
、

水利业实际劳动力有 万
,

减去

农业实际需要劳力 引万
,

农业剩余劳力就是

万
,

占 帕
。

城镇劳动 力潜 力未充分利用
。

”。年梯

归县有八个建制镇
,

另外还有 个乡所在地有部分

城镇人口 ,

全县共有城镇人口 万
。

占全县总人

口的 肠
。

在业劳动力 人
, 已登记待业人

员 。人 实际未被登记的求职者远大于此数
,

待业率为 肠
,

在世界上都属很高的
。

二
、

脱贫致 , 的人 口 对策

株归县要较快走出困境
,

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

经济得到迅速发展
,

从人 口 因素方面来看
,

主要战

略对策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要继 续坚持控制人 口 数

童 的增长
,

尽可能地 减轻人 。衬 自然资源
、

整个生

态系统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压 力
。

第二是要增加智力

投资
,

全面提 高人 口 素质
,

开 发智 力资源
。

包括狠

抓义务教育
、

职业教育和就业前培训
、

以及各类成

人教育 , 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优惠政策
,

以此

鼓励人们勤奋学习文化科技知识
、

吸引人才和防止

人才外流 加强各类情报信息产业建设等
。

第三是

要适 当调整产业 结 构和就业 结 构
,

合理开 发劳动 力

资源
。

世界银行《 。年世界发展报告 》中提出的

减轻贫困的
‘

两个战略
”

之一
,

就是要使贫困地区
‘

最丰富的资产一一劳动力用于生产性活动
” 。

这

对中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也是非常适合的
。

株归县

闯出贫困怪圈的重要对策之一就是要采取一切措施

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为社会经济发展尽其所

能 在梯归县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
,

就是要

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
,

实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

优化结合
。

下面仅就这一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
。

进一 步突破
“ 以 旅为纲

”

的禁锢 , 大 力

发展 多种经营
, 发展商品经济

,

从 而 充分利用 农业

劳动 力资源
。

在我们这个人 口大国
,

大力发展粮食

生产
,

力争保证粮食自给
、

应成为我国发展国民经

济的战略对策
。

但在株归县这个自然条件特殊的小

地方
,

也提倡保证粮食自给
,

是不切实际的
。

应该

充分重视自然界给我们提供的各种优惠
,

选择最优

经济效益方案
,

制定农业经济发展规划
。

我们的战

略方针应该是 以减轻人民的痛苦
,

帮助群众尽快

致富为前提
,

从减轻国家负担
,

力争为国家多作贡

献出发
,

因地制宜地发展大农业
,

即依据社会最佳

经济效益
,

指导乡 镇
、

村及农民自主地调整农

林
、

收
、

副
、

渔业及种植业内部的产业结构
,

使农村

劳动力首先在农业内部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
。

例如

梯归县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柑桔的自然条件
,

在全国

素有
“

桔乡
’

之称
,

株归的脐橙
、

桃叶橙
、

锦橙
,

甜香

味美
,

中外驰名
。

种植柑桔的经济效益一般是种粮食

的三
、

四倍
。

因此
,

完全有必要
、

有条件适当扩大

种植面积
,

增加劳动投入
,

使柑桔生产有一个较大

的发展
,

成为株归经济的支柱产业
。

又 如 蓄 收 业

尤其是牲猪
、

林业及烟
、

药
、

茶的生产也大有

潜力
,

可以吸收相当数量的劳动力
。

让 乡镇 企业 有突破性 发展
,

促进农业 刹

余劳动 力就地非农化
。

把 万农民都紧箍在 多万

亩耕地上仅仅种植粮食作物是永远富不了的
。

要改

变农民当前白白消磨约 呱左右的剩余时间
,

关在

家里受贫的状况
,

就应帮助他们转向兼营或专营各

项非农产业
,

让他们自己开创致富道路
。

要引导农

民提高商品意识
、

竞争意识
、

投资意识
、

创造精神

即节衣缩食
,

投资创业 乡镇企业主管部门要

改变只重视抓乡 镇 办企业的现象
,

应适当重视

帮助村办
、

户办和联办企业的发展
、

巩固和提高
,

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问题
、

原材料问题
、

市场问题
,

尤其是要帮助他们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正之风 利

用各种特权 乡镇企业白吃
、

白拿
、

白要的现象

等问题 , 对乡 镇 办企业要有计划地组织专班子

逐个调查研究
,

找出亏损的内在原因
,

进行调整改

革
,

迅速与政府在经济上脱钩
,

实行承包经营 , 要

按经济规律和经济法规来管理乡镇企业
,

各级政府

和党政领导要积极支持
、

帮助企业克服困难
、

发展

提高
,

只能当好企业的
“

后勤部长
” ,

不能让企业

成为自己的后勤部一一各种不正当开支的供给部
。

增加 资金和劳动投入
,

集中办好一批骨

干 企业
,

以 骨干 企业 为龙 头
,

带动经 济全面 发展
。

姊归县现有骨干企业太少
、

太弱
,

而且没有一个真

正起到龙头作用
。

首先是省
、

地对株归县的扶贫要

从
“

撒胡椒粉
”

转而为集中投入一定资金
,

选准方

向
,

在株归兴建几个支柱企业
,

通过它 来 幅 射 一

片
,

把称归的经济
,

尤其是把一批乡镇企业启动起

来
,

这比每年通过各种专款
、

补贴分散去解危济贫

更有意义
。

县里 也要从内部提高积 下转第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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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论观点排挤那些可贵的资料
。

这样
,

读者清楚

地看到了配第的分析风格和《政治算术 》的理论面

貌
。

介绍马尔萨斯的《人口原理 》的书
、

文不可渭

不多
,

但介绍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抑制的例证的论述

却鲜见
。

《名著介绍 》对这部分内容未有歧视
,

而

是慷慨赐墨
,

其 中的 资料 至 今也仍富 有 参 考 价

值
。

读者透过对这部分内容的览阅
,

可以了解马尔

萨斯对于广泛的人口资料的占有状况
,

尽管他所提

出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
。

汉森是凯恩斯学派中的一位得力干将
,

他从诸

多方面发展了凯恩斯主义
。

他的《经济政策和充分

就业 》阐述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一系 列 经 济 政

策
。

《名著介绍 》逐一论述
,

周全不遗
,

但又条理

清晰
,

层次分明
,

使读者能很好地了解凯恩斯主义

的政策库
。

了 理论评价客观
、

中肯
、

兼顾理论的

毯定性和学术的创新性
。

本书对于各名著所提出的主要思想观点以及各

名著本身的学术地位的评价
,

本着实事 求 是 的 原

则
,

集中现今较为成熟的新的研究成果
,

又不随意

丢开传统的看法而轻率论断
,

而是将两者很好地结

合起来
,

这从《名著介绍 》谈到的下列评价中是不

难看出的
,

该书谈到

李嘉图试图把合理的社会分工能节 约 劳 动 时

间
、

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客观规律
,

引伸到国际经

济关系中去
,

有其一定的合理性
。

但比较成本论是

以一系列假设条件为基础的
,

只强调单项商品进口

和出 口的经济效益 ,

带有一定的片面性
。

熊彼特的《经济分析史 》自成体系
,

独 树 一

帜
,

阐述必由己出
,

征确引凿
,

自出机抒
。

但简洁

性与准确性欠缺
。

它对几乎所有影响大的贡献大的

或分析意义上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加以评价
,

并且

从不人云亦云
,

但书中贬褒失当
,

判断有失公允之

处则多处存在
。

加尔布雷斯在《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》中对传统

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那种重物轻人
、

重产值轻福利

的理论趋势提出的挑战
,

大大深化了以人为本位的

经济学研究主题
,

这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

影响
。

然而
,

他用超阶级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经济学

的价值标准
,

造成许多概念和命题含混不清和空洞

乏力
。

他在研究中过于偏重规范分析
,

轻视实证分

析和数量分析
,

从而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
。

当然
,

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
。

由于本

书的写作出自多人之手
,

写作风格不尽完全一致
,

如对于凯恩斯《通论 》的介绍就有悖于全书的写作

习惯
。

因为篇幅所限
,

少数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有突

出地位的名著未被选入介绍
,

如庇古的《福利经济

学 》
、

斯拉法的《用商品生产商品 》等
。

但这些丝

毫不妨碍我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朋友推荐这本难得的

好书
。

贵任编辑 徐云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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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增加投资
,

抓好一批骨干工业

企业的建设和改造 , 要以橙汁厂为龙头
,

实现柑桔

的生产
、

加工
、

销售一体化
,

从市场上突破
、

带动

生产和加工 集中资金和劳力开发自然资源
,

扩展

煤
、

电生产规模
,

提高其效益
。

发展经济的根本是

要提高劳动生产率
,

提高 社 会 经 济效益
,

为此不

仅要引进现代技术
,

还要 引 进 现代管理
、

现代意

识 要动员全体干部
、

镇
、

乡居民自尊自强
、

投资

创业
,

因地因人制宜创建 各 类 加 工业
、

采掘业
、

建筑业
、

运输业及商业
、

服务业
,

让第二
、

第三产

业的总产值和就业人数有一个较大的发展
,

使全县

的剩余劳动力和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都派上合理

的用场
,

为振兴柿归作贡献
。

广集资金和 农业 利余劳动 力 ,
加速环坑

改造工程
,

改善生产条件
。

发展经济要有适宜的环

境
。

现在柿归至少有四大制约经济发展 的 环 境 问

题 交通不便 虽有黄金水道长江
,

但在县城无深

水码头 , 汽车虽能通宜昌和武汉
,

但由于 绕 道 太

远
,

道路质量又差
,

实际未发挥陆路运输作用 , 县

内还有三个乡不通客车
,

个村没有公路
、

水

土流失严重
、

土地贫膺和抗灾能力差 即近 肠的

耕地不能旱涝保收
,

靠天吃饭没有限本解决
。

这

些自然环境因素一一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
,

不迅速

改变
,

株归的经济实难起飞
。

通过环境改造工程改

善土壤质量
,

提高地力
,

保护生态环境
,

改善交通

和供水
、

供电系统
,

增强抗灾能力
,

优化生产和生

活环境
。

要完成这些基础建设工程
,

应该由国家
、

县和农民共同合力
,

资金以国家为主
,

劳力投入以

农民为主
。

这对国家来说是扶持梯归脱贫的根本措

施
,

对称归来讲是造福子孙的大计
,

在当前又是开

发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重要途径
。

贵任编辑 徐云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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